
又当了一回
不明真相的群众

龙门 站ee
这篇作文只是很“逗”吗？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事情有了结果，但矛盾似乎不会因此消弭，其中的不少
问号也仍未被拉直。

洛谭有话

故事动人，法律莫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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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刚过，昨天，“北大名教
授钱理群卖房养老”的新闻引起极大
关注。钱老说，他认为自己适合养老
院生活，住进养老社区后，大量时间
可用来写作，不用再操心做饭等日常
琐事。

人老了，该怎样度过晚年生
活？去哪里？做什么？可以肯定的
是，对很多老人来说，除了上“托老
所”，还能做更多的事情。

其实，有两把刷子的老人挺多
的，有的擅长做面食，有的擅长修理，
有的会拉二胡，有的经历丰富很有故
事……这些年，晚报曾报道不少社
区里组织的邻里活动等，在这些活
动里，会这个、懂那个的老人真不
少，然而，他们的这些才华，往往被
缺乏生气的晚年生活埋没了。这些
老人，平时可能就是看看电视、遛遛
弯儿，或者去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打
打麻将、下下棋。

最近，广州社工和义工做了一
项问卷调查，发现最令老人开心的

事情，是“受到社会尊重、体谅和包
容”。比较一下儿童节、母亲节、情
人节的热闹与重阳节的冷清，也许
我们不难感受到老人对满足感的
需求——虽然年纪大了，但仍渴望
实现社会价值，获得他人的认可。
这种需求，在那些在广场上教人写
字、演奏乐器等的老人身上可见一
斑——虽然分文不取，但为自己能
够发挥余热而感到满足。

我们讨论做不到“常回家看看”
该怎么办，讨论“你将我养大，我陪
你变老”的陪伴难度有多大，其实都
不如帮老人找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做
做。如果他们像年轻人一样忙碌，
并为自己能够发挥余热而感到满
足，估计生活中的空虚、寂寞感要少
得多。

举一个小例子吧，很多老人都
有一肚子“过去的事情”，如果能通
过社区与幼儿园合作，让老人家给
孩子们讲故事，不也算一种实现老
人社会价值的方式？

被晚报从今年 4 月追到现在，
尤其是近日密集报道后，涧西区黔
川路热力项目长期停工一事，总算
有了比较确定的说法：热力管道暂
不敷设了，道路将回填。

协调没有结果，“嘴仗”也没打
出个所以然，最后的结果是“强制回
填”……不管咋说，黔川路热力项目
终于盼来了“实质性进展”。对附近
饱受折腾的居民和商户来说，这或
许算是“可喜”的消息——怎么都比

“晾”着强。
事情有了结果，但矛盾似乎不

会因此消弭，其中的不少问号也仍
未被拉直。根据市住建委相关负责
人的说法，周山以北区域虽然在行
政划分上属于高新区管辖范围，但
按照原供热规划要求，属于洛阳热
力有限公司的供热范围。也就是
说，这块地方，不该是高新热力的

“地盘”。问题是，黔川路热力项目
已经纳入最新的市整体供热规划，
再拿“原供热规划”说事儿，确实让
人有点儿糊涂。

市住建委也提到，不建议高新
热力敷设管道，是为“避免管网重复

建设造成巨大的投资浪费，应发挥
现有管道作用”。那么，现有管道作
用到底该如何发挥？高新热力此前
告诉晚报记者，近年来，高新区的企
业用汽日益紧张，甚至一度到了和
居民供热“二选一”的地步。如果这
种说法属实，疑问又来了：“现有管
道”为啥一直没能解决已经存在多
时的高新区供热问题？或者说，究
竟有没有可行的相应方案，使现有
管道发挥应有的作用？采暖季将
至，这个作用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
发挥出来？

黔川路热力项目裹着的种种
矛盾，外人难以清晰地了解，而大
家之所以会忍不住对此加以揣
测，规划、审批、监管工作的混乱是
主要因素。更为关键的是，居民、
商户乃至辖区不少热用户，在项目
9 个多月的僵持中，知情的权利得
不到保障，更遑论话语权。唯一
能做的，就是等相关部门、单位
辩出个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在
黔川路热力项目引起的风波中，
广大市民又当了一回不明真相的
群众。

帮老人找事做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如果老人们像年轻人一样忙碌，并为自己能够发挥余
热而感到满足，哪里还有工夫觉得空虚、寂寞？

“……语数英三门主课的老师都
是女神，哦，注意是女神！”我市一小学
生作文频爆逗人语句，任课老师表示，
这种个性做法值得鼓励。对此，众网
友议论纷纷。

看过小同学的文笔，@牙签玉轴
给出如下评价：俏皮、简洁、生动、实
在。@喊我黄三金直呼“生不逢时”：
要是我上小学时候敢这样写，准得被
老师训一顿！

那么，这算是一篇挺好的作文，还
是“熊孩子”的恶搞呢？@洛阳_郑峰
超问道：平常说话可以用这些词儿，但
是出现在作文中就不合适了吧？@黎
明晓光顾虑更多：好歹只写了“女神”，
不是所有网络热词都能登大雅之堂
的。@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的担忧更
现实：考试时候可别这么写。

“写作就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想法，
尤其是在孩子们思维逻辑及创造力
都很活跃的年龄，更不该中规中矩！”
相比以上网友的忧心忡忡，@蝶翩跹
显得非常坦然。怀有同样想法的还

有@一页西国：写作的技巧、格式都可
以后天培养，但思维这东西可不是能
教出来的。@猫的嫁衣表示赞同：八
股文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再要求孩子
们写点儿“扶老人过马路”“我想当科
学家”什么的，有啥意义？

进一步说，@陕西冯燮认为眼下
孩子们天性的释放需要更多的包容：只
要适当进行合理引导即可。@杜遂卿
接过话茬：在开放、进步的时代里，我们
要尊重孩子们的多元思维和个性，不要
掺入成年人的臆想。@樱桃初心也说：
小孩子说什么、做什么，基本都是出于

“觉得好玩”，没有任何恶意。
说到这篇作文中最大的亮点，@洛

阳好备T觉得无疑是最后一句——“我
也有我自己的主意和想法了”：很多家
长、老师都觉得孩子很傻很天真，容易被
电视、网络“带坏”，但事实上，现在的孩子
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等待石头的
云彩总结：相比于家长的成长历程，现在
的孩子们可谓见多识广，什么该做、什么
不该做，人家心里很清楚。（王斌）

1999年，6岁的雷子鸣被人从陕西
千阳拐卖到伊川，改名陈子亮。如今，
找到亲生父母的他决定留在伊川，给
抚养他长大的奶奶尽孝后再回去。说
实话，这个“宝贝回家”的故事，让人感
受很复杂。

以“陈子亮”的身份来说，“报恩”
之举无疑缘于16年的感情基础，亦属
人之常情；以“雷子鸣”的身份而言，这

分情却建立在被拐，甚至可能被卖这
个冷酷的事实上。

真情总能触动人心，但背后的法
律不该因此被淡化：修改后的刑法规
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将一律追
究刑事责任。因为，对更多仍未被解
救的被拐卖者，和那些支离破碎的家
庭来说，再多“两边都是家”的故事，也
难弥补其伤痛。


